
本版编辑 陆 敏

本版制图 夏 一

特 别 报 道2015年6月5日 星期五6

股 市 飘 红 ， 尤 其
是 中 小 板 、 创 业 板 的
不 俗 表 现 ， 让 多 少 投
资 者 绽 放 笑 脸 。 透 过
这 层 喜 悦 ， 人 们 也 能
捕 捉 到 如 下 信 息 ： 我
国 中 小 微 企 业 经 过 多
年 的 市 场 洗 牌 和 艰 苦
历 练 ， 成 长 出 一 批 民
间 的 隐 形 冠 军 ， 靠 着
其 企 业 基 本 面 的 业 绩
坚 挺 ， 受 到 了 投 资 者
的垂青。

从 5 月 份 刚 刚 发
布 的 “ 经 济 日 报 —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小 微
企 业 运 行 指 数 ” 来
看 ， 运 行 指 数 为
47.2， 与 上 月 持 平 ，
仍 处 于 临 界 点 以 下 。
但 对 区 域 指 数 仔 细 分
析 ， 6 大 区 域 指 数 呈
现 “ 三 升 两 降 一 平 ”
的 态 势 ， 华 东 地 区 为
47.1， 上 升 0.8 个 点 ；
中 南 地 区 为 47.8， 上
升 0.3 个点；西南地区
为 46.5， 与 上 月 持
平 ； 西 北 地 区 为
48.2， 上 升 0.4 个 点 ；
而 下 降 的 是 华 北 地
区 ， 小 微 指 数 为
48.5， 东 北 地 区 为
46.6，分别下降 0.7 个
和 0.9 个点。

这 组 数 据 表 明 ，
苏 浙 沪 地 区 显 然 是 小
微 企 业 创 新 力 最 强 ，
民 营 企 业 中 隐 形 冠 军
最 多 的 地 区 。 浙 江 有
一 家 生 产 黏 合 剂 的 企
业 ， 虽 是 小 微 企 业 ，
但 其 产 品 不 仅 用 于 高
铁 和 航 天 领 域 ， 而 且
在国内和 国 外 市 场 上
都 有 着 很 高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 黏 合 剂 是 一 个
很 小 的 产 品 ， 但 只 要
技 术 领 先 ， 做 到 独 一
无 二 ， 市 场 前 景 就
广阔。

西 部 地 区 小 微 企
业指数的上升，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
施，激发起小微企业参与到各个产业链中的勇气
和行动分不开。而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转
型升级的任务艰巨，小微企业也要紧跟转型创新
的大势，积极调整自身的发展思路，在产业链中
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从 按 行 业 划 分 的 小 微 企 业 运 行 指 数 情 况
看 ， 7 大 行业呈现“四升两降一平”态势，均
处于景气临界点以下，反映出小微企业市场受
宏 观 经 济 增 速 减 缓 的 影 响 ， 市 场 供 求 持 续 萎
缩。但随着各项支持政策接连落地，经济下行
压 力 并 没 有 影 响 小 微 企 业 的 发 展 信 心 。 制 造
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及服务业小微企业运
行情况略有好转，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 与 上 月 持 平 ， 反 映 出 经 济 有 回 暖 迹 象 。 小
微 企 业 面 广 、 量 大 ， 多 集 中 在 制 造 业 和 服
务业。

随 着 我 国 4 个 自 贸 区 的 建 立 ， 经 济 更 加 开
放 ， 涌 入 国 内 的 国 外 产 品 也 越 来 越 便 宜 ， 我
国 小 微 企 业 将 面 临 更 加 激 烈 的 竞 争 ， 所 以 转
型 创 新 是 每 一 个 小 微 企 业 必 须 经 受 的 考 验 。
不 仅 要 思 路 创 新 、 产 品 创 新 ， 还 要 管 理 创 新
和 营 销 创 新 。 无 论 是 制 造 业 ， 还 是 服 务 业 ，
在 “ 互 联 网 +” 的 时 代 ， 拒 绝 转 型 就 意 味 着 被
淘汰出局。

目前，小微企业的成长之痛和转型困难依然
存在。从 5 月份分项指标指数中的信心指数下降
0.7 个点也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未来政策应着力于创新外贸服务支
撑体系，切实扩大内需,拓展小微企业发展的市
场空间，加强引导支持,加快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进程。转型升级是助力小微企业摆脱困境、实
现突破的必然选择，应加大力度，推动中小企
业增强竞争力。为此，应继续强化财政资金支
持、税负减免、融资支持等方面的政策，以政
策红利促小微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一、按行业划分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情况

5月份 7大行业呈现“四升两降一平”态势。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 4）来看，制造业、建

筑业、住宿餐饮业及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情况有好转，农林
牧渔业和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状况则出现不同程度的
下滑，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与上月持平。

5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0，下降 0.8
个 点 。 其 市 场 指 数 为 42.5，下 降 1.5 个 点 ；采 购 指 数 为
45.4，下降 1.9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9，下降 1.4 个点。5 月
份农林牧渔业小微市场遇冷，产量和订单量分别下降 3.2
个和 2.2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2.8 个点，利润和毛利率
分别下降 2.0个和 1.7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45.8，较上月微升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1.8，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8，
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7，上升 0.8 个点。调查结果
显示，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下降幅度有所收窄，订单量上涨
1.2 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 0.9 个点，企业利润上升 1.3
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4，较上月上升 0.3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4.6，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3.4，
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3，上升 0.8 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5 月份建筑业小微企业新签合同额上升 1.4 个点，原
材料采购量上升 1.1个点，利润上升 3.0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2，下降 0.4 个
点。其采购指数为 44.4，下降 0.6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4，
下降 0.6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5 月份小微企业原材料库存
下降 2.9 个点，服务价格下降 2.5 个点，运输费用及原材料
采购等成本有所上升，毛利率下降 3.3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9.2，与上月持平，
其市场指数、采购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为 47.9、53.6 和
47.1，分别上升 0.1 个、0.5 个和 1.0 个点，具体市场表现
为：批零价格上升 1.5 个点，进货量上升 0.6 个点，毛利率
上升 2.5 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9，上升 1.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7.7，上升 1.9个点；采购指数为 47.9，上
升 1.7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0，上升 0.9 个点。具体表现为
小微企业业务量及业务预订量分别上升 2.1 个和 3.2 个点，
原材料库存上升 3.5个点，毛利率上升 1.6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9，微升 0.1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48.0，上升0.5个点，具体表现为业务量及业务预订
量分别上升2.5个和1.2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45.5，下降0.8个点，绩效指数为46.9，下降1.5个点。

二、按区域划分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情况

5 月份 6 大区域运行指数（见图 3）呈现“三升两降一
平”态势。

华东、中南与西北地区小微指数分别为 47.1、47.8 和
48.2，分别回升 0.8 个、0.3 个和 0.4 个点。其中华东地区和

中南地区主要受市场供需回暖、盈利能力增强、融资意愿上
升拉动影响。西北地区小微市场指数为 45.9，上升 1.9 个
点；采购指数为 48.0，上升 3.6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6，上升
2.2个点。

华北和东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均出现回落，华北
地区总指数下降 0.7个点；东北地区总指数下降 0.9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与上月持平，市场指数为
43.1，下降 1.5个点，但由于总体经营成本有所下降，企业盈
利能力有所增强，绩效指数为 46.1，上升 1.5个点。

三、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

5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信心指数有所下降。
5 月份除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外，其他调研行业

的扩张指数均呈下降态势。5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6.8，较上月下降 0.3 个点。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扩
张指数为 46.0，下降 2.2 个点。具体表现为新增投资下降
1.4 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2.9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
张指数为 46.1，下降 1.2 个点，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及用工
需求分别下降 1.9 个和 1.0 个点。总体来看，7 大行业的扩
张指数有升有降，但都处于临界值 50 以下，扩张需求仍处
于收缩区间。

5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8.6，下降0.7个点。除农林
牧渔业及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信心指数均出现下滑。其
中，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信心指数分别下降 1.0 个和 1.4 个
点，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住宿餐饮业均下降0.7个点。

四、小微企业融资和风险情况

5 月份小微企业融资指数（见图 5）为 50.7，微升 0.2 个
点。除交通运输业和批发零售业外，其他行业融资需求均
出现了上升。

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2.7，上升 1.0 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5，上升 0.4 个点；建筑业小
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3，上升 1.6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
业融资指数为 48.0，上升 1.9 个点，依然处于行业低位；服
务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1，上升 1.5个点。

5 月份小微企业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1.3，连续两个月
下降，降幅有所扩大，为 0.8 个点。除农林牧渔业外，其他
行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均出现下滑。其中交通运输业和服
务业下降幅度均超过了 1 个点，分别下降 2.4 个和 1.7 个
点。调研数据显示，除农林牧渔业和建筑业以外，其他行业
小微企业流动资金周转情况均有所变差，且大部分行业小
微企业回款周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延长。

附注：
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取值范围为 0 至 100，50 为临

界点，表示一般状态；指数大于 50 时，表示企业情况向好；

指数小于 50时，表示企业情况趋差。

风险指数和成本指数都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均已经

调整为正向指标，指数越大表明情况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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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见图1）为47.2，

与上月持平。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2）来看，呈现“四升四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44.9，上升

0.3个点；采购指数为46.7，上升0.2个点；绩效指数为46.3，上升0.5个点；扩张指数为46.8，

下降0.3个点；信心指数为48.6，下降0.7个点；融资指数为50.7，上升0.2个点；风险指数为

51.3，下降0.8个点；成本指数为59.2，下降0.4个点。

从6大区域指数（见图3）来看，呈现“三升两降一平”态势。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48.5，

下降0.7个点；东北地区为46.6，下降0.9个点；华东地区为47.1，上升0.8个点；中南地区为

47.8，上升0.3个点；西南地区为46.5，与上月持平；西北地区为48.2，上升0.4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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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微经济发展的重要风向标之一,“经济日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以下简称小微企

业运行指数），给我们描绘了今年二季度小微经济运行的

基本态势。总体来看，5 月份小微企业运行的疲软态势有

所和缓，但制造业仍显著弱于其他行业的发展，这个中间

环节在现阶段对小微经济的触底和复苏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与宏观环境息息相关。从我国

5 月份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来看，整体经济形势仍不容乐

观，5 月份汇丰制造业 PMI 初值 49.1%，仍在荣枯线下方，

出口数据更不景气。在这个大背景下，稳增长的相关政

策不断出台，已经出台的降准降息、进出口税率调整、药

品价格改革、地方债定向置换方案、电子商务的农村和跨

境发展政策等重大政策，都已经开始对经济运行产生积

极影响。在出台的政策中最为耀眼的，当属《中国制造

2025》、《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

等制造业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长

期运行的指针。

结合市场、政策环境对 5 月份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进行

分析，从小微经济的整体状况来看，目前综合指数与上月

持平，但依然在荣枯线以下，说明我国小微企业的整体运

行较为疲软，尤其是小微企业运行的市场指数、采购指

数、绩效指数、扩张指数都处于荣枯线以下，这说明小微

企业的运行绩效一般，具体体现在各类小微企业的市场

发展不景气，从而影响其采购行为和扩张倾向；再加上外

部形势的不确定因素，这实际上更是给小微企业的运行

增加了压力。

如果对 5 月份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进行分模块分析，会

对小微经济整体现状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从综合指数的运行趋势来看，小微企业运行的疲软

趋势有所削弱，市场指标、采购指标、绩效指标、融资指标

都有所好转。伴随着前述各类宏观经济运行政策的不断

落地，有可能拉动后续小微经济的发展。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及服务业

小微企业运行情况都有一定程度的好转。批发零售类小

微企业虽然 5 月份与上月指数持平，但就发展态势而言，

今年已过去的 5 个月都还是不错的，其综合运行指数为

49.2，与上月持平，其市场指数、采购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

上升 0.1个、0.5个和 1.0个点。

如果说建筑领域的小微企业回暖与天气因素有关，

那么住宿餐饮、建筑业、批发零售业等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全面回暖，并带动服务业小微企业的指标向好，应该说是

一个良好的前兆，今年第二季度的小微企业运行状况有

继续好转的趋势。

小微企业的后续经营情况仍然面临较大压力。虽然

小微企业的运行情况有所回暖，但 5 月份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中的扩张指数和信心指数都呈现出下降趋势。此外，

小微企业中经营周期相对较长的农林牧渔业和对经营反

应较为敏感的交通运输业，5月份数据仍不理想，其中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较上月下降 1.2 个点，其新增固

定资产投资及用工需求分别下降1.9个和1.0个点。

尤为重要的是，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中的制造业指数

依然在低位运行。分析起来，与小微领域的制造业在我

国融资难度较大，不如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领域的小微

企业现金流充裕有关，因此其复苏也较为缓慢。

考虑到制造业小微企业对小微领域的原材料采购、

产品销售、流通、售后等领域的承上启下作用，制造业成

为二季度小微企业能否回暖、小微经济能否探底复苏的

关键之所在。

根据最新调查结果，5 月份制造业小微企业的订单量

已经开始回升，产量下降也开始放缓，特别是制造业小微

企业的利润 5 月份上升了 1.3 个点，这为该领域后续的信

心恢复、融资缓解有积极意义。

拉动小微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制造业
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 李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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